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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民众集会抗议极右翼政党崛起 图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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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议会选举引发法国政
坛“大地震”——总统马克龙宣
布解散国民议会，提前选举，两
轮投票分别于6月30日和7月7

日举行。
法国媒体以“法国人面临历

史性选择”“马克龙的政治豪赌”
为题表达对未来的忧虑。马克
龙为何选择“破釜沉舟”？法国
政局未来走向如何？我们请专
家详细解读。 ——编者

马克龙“豪赌”提前议会选举
法国民众面临“历史性选择”

▲ 玛丽娜·勒庞（右）与巴尔代拉

近日，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

之间的紧张局势快速升温，引发国

际社会对局势可能失控的高度关切

和担忧。以军北方司令部宣布完成

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大规模进攻的

部署，以色列国防军已经批准在黎

巴嫩开展军事行动的计划。

冲突可能走向失控？
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存

在长期的历史积怨。    年黎巴

嫩内战正酣，以色列趁乱大举入侵

黎巴嫩，占领了半壁河山，试图用武

力扶植一个亲以政府。战争导致黎

巴嫩南部数十万什叶派难民逃离家

乡，黎巴嫩真主党正是在那一年成

立的，目标就是抵抗以色列对黎巴

嫩的侵占。此后数十年里，真主党

与以色列冲突不断，其实力和地区

影响力不断上升，不仅成为黎巴嫩

最大的什叶派伊斯兰组织和政党，

也是本地区最重要的抵抗力量。

近期的黎以冲突是由去年  

月7日开始的巴以冲突引发的。黎

巴嫩真主党在过去的八个多月里，

多次使用火箭弹等武器从黎南部向

以色列北部发动袭击，抗议以色列

对加沙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声

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

斯），以军则还以空袭和炮击。今年

5月以军对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发起

地面进攻后，黎巴嫩真主党加大了

对以色列的袭击，而以色列也摆出

了对黎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架势。

从表象看，最近黎以冲突确有

越演越烈之势，除了军事层面摩擦

不断，双方的口水仗也越打越凶。

据美方透露，以色列近期已经告知

美国，计划将相关军事资源从加沙

南部转移到以色列北部，为对黎巴

嫩真主党发起攻势做准备。黎巴嫩

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随后发出警

告，一旦爆发全面冲突，以色列将

“没有任何地方”能幸免打击。

连明知双方真打起来对自己不

利的美国，也向来访的以色列代表

团明确保证，美国已做好充分准备，

如果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爆发全

面冲突，美国将向以色列提供所需

的安全援助。分析人士普遍认为，

如果美国这样干了，那么伊朗也可

能向黎巴嫩真主党提供更大的支

持。这样的话，黎以爆发更大规模

战争的可能性就很大。目前，冲突

似乎正朝着失控的方向发展。

防止升级仍有机会
但从现实来看，制约冲突无限

扩大的基本要素依然存在。首先，

黎巴嫩真主党从一开始就将对以色

列的袭击与反对以方对加沙采取大

规模军事行动关联。黎巴嫩真主党

多次表示，除非以色列撤出加沙，否

则不会停止对以色列的战斗。换句

话说，如果以色列停止在加沙的军

事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就可能停止

袭击。在当前国际社会强烈反战的

舆论环境下，这也会让以色列失去

对黎巴嫩发动全面攻击的理由。黎

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也表明

了不希望战事扩大的态度，但他同

时表示，如果以色列坚持要开战，黎

巴嫩真主党将“无限制地战斗”。

其次，从以色列方面看，鉴于当

前国际舆论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

军事行动的呼声高涨，若以色列在

未彻底结束加沙战事的情况下，对

黎巴嫩发动战争，不仅会在军事上

首尾难顾，在政治上也将面临来自

国内外的更大压力。

这几天，国际社会包括欧美国

家都发出了反对冲突升级的强烈信

号，以色列国内也爆发了巴以冲突

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集会，

集会者要求内塔尼亚胡政府下台，

提前举行大选。

巴以冲突八个多月来，以色列

在哈马斯的顽强抵抗及周边抵抗组

织的轮番袭扰下，已陷入疲于奔命

的困局。如果继续扩大对黎巴嫩战

争，以色列必将陷入长期战乱之中，

这也是以色列难以承受的。

美不愿被拖入泥潭
最后，美国虽然总体上难以摆

脱亲以立场，但从自身利益出发也

不愿意被以色列拖入中东冲突泥

潭。此前拜登政府已多次向内塔尼

亚胡发出警告，反对扩大冲突，美军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查尔斯 · 布朗

近日也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对黎巴

嫩发起地面进攻，可能让美国在中

东地区的驻军陷入危险境地。

综上，虽然当前黎以局势处于

高度紧张状态，但事实上双方均未

做好打一场持久的“全面战争”的准

备。内塔尼亚胡近日宣称，以军即

将在整个加沙地带结束与哈马斯的

“激战阶段”，此后可能把部分兵力

调往北部以黎边境，并让从那一地

区撤离的以色列居民尽早返回家

园。“如果可以，我们将通过外交手

段。如果不行，我们将用另一种方

式。”这段话很值得回味，很大程度

上反映了内塔尼亚胡政府对当前事

态的真实想法。

纪昊楠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

法国执政党复兴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

遭遇惨败，迫使总统马克龙绝地求生，放手

“豪赌”。而玛丽娜 · 勒庞领导的极右翼政党

国民联盟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可谓大获全

胜，得票率高出复兴党一倍。

勒庞的“继任者”，年仅28岁的巴尔代拉

在竞选中频频亮相，回击了外界对于法国极

右翼极度依赖勒庞家族个人声望的质疑。

玛丽娜 · 勒庞还大力推动欧洲右翼与极右翼

势力联合，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匈牙利总

理欧尔班往来密切，大有从欧洲“政治明星”

变为右翼“影子领袖”之势。

三方力量角逐陷入混战
此次法国国民议会选举，主要呈现极右

翼国民联盟、中间复兴党及左翼联盟三方角

逐的态势，而气势正旺的极右翼国民联盟表

现如何，无疑将是主要看点。

2013年以来的欧洲难民危机和一连串

的恐怖袭击，为欧洲极右翼势力崛起提供了

政治资源。法国的殖民历史、人口种族构成

又成为身份政治的天然沃土。右翼政党加

强边境管控、发展武装力量、驱逐非法移民

等主张迅速引起了社会反响。2016年英国

公投“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两大

政治“黑天鹅”事件为欧洲民粹主义的发展

再添一把火，勒庞也借着“逆全球化”浪潮打

出“法国优先”、退出欧元区等口号，获得了

与马克龙在总统大选中正面对决的机会。

竞选总统失败后，勒庞并未一蹶不振，

试图团结更多法国右翼政治势力，向选民展

示“去极端”的形象。此后英国正式“脱欧”、

全球新冠疫情、俄乌冲突及能源危机给法国

政府施政带来了巨大挑战，国民联盟又迎来

了卷土重来的机会。2022年的国民议会选

举，国民联盟的席位仅次于中间派联盟和左

翼联盟。而在此次选举中，舆论普遍认为国

民联盟有望实现议席的大幅跃升。

极右势力为何快速兴起
法国与欧洲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社会问

题是极右势力近年来快速兴起的基础。首

先，全球化导致的社会问题与撕裂，形成了

滋生右翼民粹势力的温床。资本、商品跨国

自由流动与经济制度特别是社会保障安排

缺位，带来了资本外流、分配不均等严重社

会问题。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复杂问题，主流

政治力量始终未能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

全球化的“输家”天然反感主流政治势力及

其政治主张，极右翼不乏坚定支持者。

其次，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天然与民族

主义存在矛盾，为极右政治势力提供了最原

始的政治资本。法国作为欧洲一体化的核

心力量，不仅在政治上领导，还在财政上支

持、社会上包容，这显然不可能得到全体国

民的支持。只要稍有风吹草动，极右翼政治

势力就打出“民族主义牌”，以限制移民难民

和“疑欧”主张来吸引选民支持。

再次，法国政党的格局并不稳定。左右

政治派别你方唱罢我登场，传统政党之外的

小党层出不穷，马克龙甚至以“非左非右”的

标签登上总统宝座。政党碎片化为极右翼

势力崛起提供了机会。

“放手一搏”并非毫无机会
马克龙的选择可谓政治“豪赌”，但并非

心血来潮。2022年马克龙虽成功连任，但所

在党派未能在国民议会选举中获得绝对多

数席位。在施政中，马克龙遭遇反对派强大

阻力，不得不多次绕开国民议会强推养老金

等关键改革。

面对选举，复兴党也并非毫无机会。一

方面，由于欧洲议会权力较小，民众对欧盟

事务距离感强，投票率低，投票的选民往往

借机宣泄对当前政策的不满，一定程度上放

大了反对派的支持率，回到本国选举中，执

政党未必没有胜算。

另一方面，法国国民议会选举与欧洲议

会选举制度有着明显不同。在法国，欧洲议

会选举只进行一轮投票，选区内得票最多的

候选人赢得议席。国民议会选举则采取两

轮制，第一轮选举中得票率超过50%的候选

人当选，否则得票率超过12.5%的党派都进

入第二轮选举。这意味着，即使极右翼候选

人进入第二轮，第一轮投票中分散的选票也

可能集中形成对极右翼势力的狙击，国民联

盟很难再取得欧洲议会选举中的巨大优

势。即便国民联盟取得多数，甚至按照政治

惯例得到总理职位，也将面临总统的掣肘和

缺乏经验等挑战，进而不利于极右翼在2027

年总统选举的选情。

看到马克龙及中间派的窘境，左翼力量

也嗅到了胜利的机会。绿党、社会党、法国

共产党、不屈法国这四个左翼政党组成“人

民阵线”。从民调来看，“人民阵线”也将成

为这场政治“豪赌”中不容忽视的力量。

法国政治步入重要关口
目前，法国政坛左中右三派混战角逐为

此次选举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尽管极右

翼较猛的上升势头几成定局，但究竟能在国

民议会中获得多少席位尚未可知。而更受

年轻人支持的“人民阵线”，能否将民调上对

中间派的领先转化为现实，仍然存在变数。

此次选举后，法国国民议会很可能保持

无法形成多数派的态势，但是极右翼和左翼

联盟可能获得相对多数席位。各派将在几

大焦点议题上展开比拼，一是能源价格和物

价；二是退休制度，是否应该延迟退休还是

回到60岁退休；三是就业问题；四是极右翼

强调的移民问题以及欧洲议题等。

法国政治正步入一个重要历史关口。

此次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的结果，无论是极右

势力大胜，还是出现总统和总理来自不同政

党的“共治”局面，都将对法国和欧洲的未来

产生深远的影响。


